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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双桂镇石桥村民俗院落在抓紧建设。

据介绍，双桂镇依托石桥村“橘乡荷海”抓好村庄绿化

亮化和院落美化，改造民俗院落，既还原了传统建筑风格，

又 配 套 建 设 了 生 化 池 、休 闲 庭 院 ，房 屋 风 貌 得 以 提 档 升

级。目前，全镇已成功改造民俗院落 9 户 11 栋。

记者 伯华 摄

民俗院落

8 月 10 日 ，三 汇 镇 智 华 社 区

三 组 谢 维 贵 的 李 子 园 内 ，50 多 名

工 人 在 施 肥 、锄 草 、浇 水 …… 各 项

工 作 有 条 不 紊 。 在 李 子 园 的 入 口

处 ，十 几 个 工 人 在 进 行 产 品 包 装 ，

或搬货装车。

李 子 园 面 积 300 亩 ，共 有

15000 棵李子树。在李子园的门口

有 一 块 金 灿 灿 的 招 牌 —— 忠 县 三

汇镇智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。

公 司 的 创 始 人 叫 谢 维 贵 ，今

年 53 岁 ，三 汇 镇 智 华 社 区 居 民 。

1987 年 ，22 岁 的 谢 维 贵 离 开 家 乡 ，

到杭州从事木材销售。1997 年，谢

维 贵 看 到 了 装 修 行 业 里 的 商 机 ，

他 一 边 搞 销 售 ，一 边 学 习 木 工 技

术 。 几 个 月 之 后 ，他 放 弃 经 营 木

材 生 意 ，到 一 家 装 修 公 司 干 起 了

木 工 活 。 虽 然 没 有 自 己 当 老 板 自

由 ，但 每 月 上 万 元 的 收 入 也 让 他

感到欣慰。

2008 年 ，谢 维 贵 回 到 重 庆 ，当

起 了 一 名 木 工 包 工 头 ，招 收 了 十

几 名 工 人 ，承 接 木 质 材 料 的 雕 刻 、

室内装修等业务。

2016 年 ，谢 维 贵 通 过 考 察 论

证 ，发 现 家 乡 的 水 源 、日 照 、气 候

等 条 件 适 合 种 植 李 子 树 ，便 决 定

回乡创办李子园。他先后投入 200

多 万 元 ，流 转 了 智 华 社 区 三 组 300

亩 土 地 ，分 批 种 下 晚 熟 清 脆 李 树

15000 棵 。 随 后 ，谢 维 贵 成 立 了 忠

县 三 汇 镇 智 华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

司 ，采 取 企 业 经 营 模 式 进 行 生 产 、

管理和销售。

“ 李 子 树 的 生 长 周 期 为 3 年 ，

第 三 年 才 会 大 面 积 挂 果 ，但 今 年

已 经 有 部 分 李 子 树 实 现 了 挂 果 、

采 摘 和 销 售 。”谢 维 贵 介 绍 ，平 均

每 亩 土 地 栽 植 李 子 树 57 棵 ，一 棵

李 子 树 每 年 能 收 获 李 子 30～40 公

斤，李子园总产量有 60 多万公斤。

目前，谢维贵的李子园有一部

分 李 子 进 入 市 场 销 售 ，他 将 这 些

李 子 进 行 分 级 出 售 ，一 级 每 公 斤

售 价 20 元 左 右 ，二 级 每 公 斤 售 价

18 元 左 右 ，三 级 每 公 斤 售 价 16 元

左 右 ，“ 今 年 收 入 几 十 万 元 没 有 问

题 。 到 明 年 大 面 积 挂 果 ，预 计 产

值超过 800 万元。”

“ 我 流 转 了 5 亩 地 出 去 ，一 年

有 1000 多 元 的 土 地 流 转 金 ，加 上

在 李 子 园 务 工 ，每 月 有 1000 多 元

工 资 。”工 人 黄 淑 芳 谈 起 家 门 口 打

工挣钱，非常开心。

在谢维贵的李子园里，像黄淑

芳这样打工的乡亲有 60 多人，他们

均为闲置在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，

年龄以 50～60 岁的居多，主要从事

修枝、施肥、浇水等日常管护工作，

算上土地流转金和务工工资，平均

每户每年增收 1 万元以上。

“接下来 ，在适度扩大规模的

同 时 ，增 添 一 些 新 的 水 果 品 种 ，比

如 优 质 柑 橘 ，让 更 多 的 农 村 闲 置

劳 动 力 都 能 实 现 家 门 口 打 工 ，带

动他们增收致富。”谢维贵说。

小小李子树 成就创业梦
本报记者 王长水

近 日 ，在 复 兴 镇 凤 凰 村 的 一 个

柑橘林水池里，一群群鸭子在主人

的 招 呼 下 欢 快 地 享 受 它 们 的 美

食，而给鸭子喂食的主人正是享誉

当地的“鸭司令”黎帮胜。

谁 曾 想 ，这 位“ 鸭 司 令 ”一 年

多 前 还 是 村 里 的 建 卡 贫 困 户 。 从

贫困户变身“鸭司令”，黎帮胜的脱

贫 故 事 如 今 成 为 乡 亲 们 茶 余 饭 后

的美谈。

今 年 56 岁 的 黎 帮 胜 是 复 兴 镇

凤 凰 村 人 。 2014 年 1 月 的 一 天 ，黎

帮胜帮乡亲杀猪回家时，由于下雨

路 滑 ，不 小 心 将 左 脚 螺 丝 骨 摔 破 。

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黎帮胜的病情

有 所 好 转 ，但 左 脚 被 打 上 钢 板 ，行

动 非 常 不 便 ，不 能 干 重 活 ，村 里 将

他 纳 入 贫 困 户 进 行 帮 扶 。 黎 帮 胜

不 甘 心 、不 示 弱 ，尝 试 了 一 些 增 收

办 法 ，都 没 有 成 功 。 2014 年 9 月 ，

黎 帮 胜 参 加 村 里 组 织 的 贫 困 户 种

养殖技术培训后，便决定养鸭。

“ 鸭 子 的 生 长 周 期 短 ，半 年 就

能 出 栏 ，就 算 有 亏 损 也 不 会 太

大 。”得 到 妻 子 陶 思 梅 的 同 意 后 ，

黎 帮 胜 开 始 了 他 的 养 殖 脱 贫 致 富

路。

“ 第 一 次 养 鸭 ，总 怕 出 什 么 问

题，遇到了难题就马上打电话向专

家 咨 询 清 楚 ，心 里 才 会 踏 实 。”黎

帮胜说，养殖的第一批鸭子只有 50

多只，他和妻子把这些鸭子当成宝

贝 ，每 天 从 早 忙 到 晚 ，没 有 睡 过 一

个安稳觉。

黎 帮 胜 尽 量 让 鸭 子 在 自 然 环

境 中 生 活 ，每 天 以 玉 米 为 主 食 ，山

坡的野草、昆虫为辅食。他告诉记

者 ：“ 这 样 养 出 来 的 鸭 子 保 留 了 野

性 ，鸭 肉 几 乎 为 精 瘦 肉 ，口 感 好 ，

没有腥味。”

黎 帮 胜 第 一 次 养 鸭 出 栏 40 多

只 ，利 润 近 2000 元 。 这 一 年 ，黎 帮

胜 养 了 两 批 鸭 ，积 累 了 资 本 和 经

验，后来逐年扩大规模。他把主要

精力用在了养鸭上，当地群众便称

他为“鸭司令”。

黎帮胜在养鸭中发现，规模养

殖 能 降 低 成 本 ，增 加 利 润 。 2016

年 ，黎 帮 胜 养 了 两 批 鸭 子 ，每 批 近

100 只 ，加 上 养 的 近 20 头 猪 ，全 年

收 入 4 万 多 元 ，主 动 申 请 摘 掉 了 贫

困户“帽子”。

今 年 ，黎 帮 胜 的 第 一 批 鸭 子 已

经卖了 50 多只 。“这批鸭子还有 40

多只，不过大多已经被预订了。等

今 年 的 水 稻 收 割 后 ，我 再 去 买 200

只小鸭子，年底就能出栏。”说起下

半年的计划，黎帮胜的脸上露出了

笑容。

黎帮胜：贫困户变身贫困户变身““鸭司令鸭司令””
本报记者 周小军

拔山镇南部的插花村，与丰

都 县 董 家 镇 接 壤 ，幅 员 面 积 5 平

方 公 里 ，耕 地 面 积 1500 亩 ，林 地

面 积 6000 亩 ，户 籍 人 口 2900 余

人。

插花村境内林木繁茂，山野

林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落。山

坡 、田 园 、池 塘 、稻 谷 、蔬 果 、野

草 、道 路 、桥 梁 、村 庄 ，恰 是 一 幅

天然的乡村风情画。

村委会办公地紧邻丰都县董

家 场 镇 ，居 民 逐 渐 移 居 场 镇 附

近，已成为董家场镇不可分割的

组成部分。全村共有民营企业 3

家 ，个 体 工 商 户 40 余 户 ，商 贸 从

业人员 70 余人。

插 花 村 与 董 家 镇 水 巷 子 社

区 、大 垭 口 村 地 域 互 相 交 织 ，产

业 兴 旺 ，特 色 明 显 ，就 像 插 在 边

远乡村的一枝花。

记者 毛幼平 摄

插花村：插在县界上的一枝花

插花村居民点与丰都县董家场镇融为一体。

田园风光

田园中的村庄

近日，任家镇任家村的村民在花椒地里锄草。

去年 9 月以来，任家村引进忠县锦城农业开发有限公

司等 5 家企业，发展花椒、红心蜜柚、冰糖清脆李、香桃等

1500 多亩。村里的产业发展带动当地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务

工，月收入近 2000 元。 记者 邓青春 摄

家门口挣钱

本报讯（特约记者 张建龙）8 月 16 日，野鹤镇组织各村

（社区）36 名网格员进行了禁毒业务知识培训。

培训会上，相关人员讲解了禁毒相关法律法规、网格员

禁 毒 职 责 任 务 、社 区 戒 毒 康 复 工 作 流 程 及 人 员 档 案 建 立 等

业务知识。会议要求各网格员切实做好吸毒人员发现和信

息采集，及时掌握情况；协助禁毒社工落实吸毒人员管控措

施，做好帮扶和走访工作；进一步开展好禁毒宣传和预防教

育，增强全民识毒拒毒防毒意识。

这次培训，提升了网格员开展日常管控、信息核查、规

范 处 置 等 工 作 的 能 力 ，使 每 位 工 作 人 员 对 吸 毒 人 员 网 格 化

服务管理工作及有关禁毒法律法规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

认识。

野鹤镇集中培训禁毒网格员

本报讯（特约记者 李想）8 月 20 日，石黄镇安监办、派

出所等部门单位联合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营造良

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这次行动重点整治无证驾驶摩托车及车辆超员、酒后

驾 驶 、假 牌 假 证 、无 牌 无 证 、超 期 未 检 验 等 违 法 行 为 ，对 过

往 驾 驶 员 和 行 人 进 行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。 本 次 行 动 共 检 查 车

辆 52 辆（次），纠 正 交 通 违 法 15 人（次），查 处 无 证 驾 驶 1

起、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 5 起、未系安全带 3 起、无牌行驶 1

起 、妨 碍 安 全 行 车（穿 拖 鞋）3 起 、脱 保 脱 检 1 起 ，扣 留 违 法

车 辆 1 辆 。 通 过 专 项 整 治 ，进 一 步 增 强 了 辖 区 交 通 参 与 者

的交通法制意识。

石黄镇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治

近日，广东清远市在全国首创“乡村新闻官”制度。“乡

村新闻官”任期 3 年，每逢农产品上市前夕，他们将主动对

外播报对应农产品信息，平时还负责宣讲“三农”政策，讲

好村庄故事。

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，很多乡村存在

对外信息接收相对闭塞的现象，外界“听不到”村里，村里

“看不到”外界，容易造成农产品滞销、乡村风气落后、经济

发展迟缓等问题。“乡村新闻官”的设立，对于及时传达“三

农 ”政 策 、扩 宽 农 产 品 销 路 、促 进 乡 村 善 治 等 有 积 极 的 意

义。

“乡村新闻官”是农民的新闻发言人，是乡村自我发声

的一次可贵尝试。清远的经验，各地不妨积极借鉴，努力

搭 建 更 多 平 台 ，构

建城乡一体化的话

语 体 系 和 市 场 体

系 ，把 乡 村 的 农 事

信 息 、风 土 民 情 、

美好风物更好地传

播出去。

“乡村新闻官”值得尝试
□孟德才

黎帮胜给鸭群投饲料。


